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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美编 何业勤 船 舶

船舶制造是一项综合性的系
统工程，绿色造船不仅需要船厂工
程技术人员具备“绿色”意识，并运
用绿色造船技术进行生产和管理；
船舶材料、设备等生产供应商也应
树立“绿色”意识，积极改进产品以
满足船舶绿色制造的需要。

“作为造船企业，要想在绿色
发展的道路上有所作为，努力提升
绿色技术是关键。”吴卫国认为，确

立从设计、制造、到产品的全过程
无污染、高质量的绿色发展理念是
船企实现绿色发展的前提。船企
必须认真吃透国内外环保新政策
新法规，及时更新落后设备，添置
污染回收处理装置，严控有害原料
使用。只有通过构建绿色生产流
程、建立健全绿色管理制度，才能
切实将绿色发展要求贯穿于企业
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同时，船企还

可公开环境监测信息，引入社会监
督的力量改进环保工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船
企生产流程和产品性能的绿色化，
均要靠先进的工艺技术来实现。

“在传统制造业的发展中，会出现
原材料大量浪费的现象。因此，绿
色制造业的基础设计工艺，就是以

‘节约’为主，通过制定优化方案，
达到节能、环保的生产要求。”吴卫
国建议，在船舶制造环节上，应从
技术入手，尽量采用物料和能源消
耗少、废弃物少、对环境污染小的
工艺方案和技术路线。同时，还要
增强绿色船舶的创新制造能力，在
船体结构设计、能源动力、原料等
方面大量引入节能环保的考量因
素，使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船舶企
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绿
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努力掌握绿色
造船技术，最大限度减少船舶制
造、维护、管理等环节的污染，直至
实现生产全环节的零污染目标，使
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走出一条
光明的绿色发展之路。

□ 全媒记者 吴竹韵

作 为 制 造 业 的 重 要 组
成部分，造船业既是我国支
柱产业之一，也是高消耗和
污 染 较 严 重 的 行 业 。 在 国
际 船 舶 排 放 标 准 日 趋 严 格
和 国 家 环 保 政 策 的 双 重 作
用 下 ，绿 色 造 船 势 在 必 行 ，
以高技术含量、低碳环保为
特 征 的 船 舶 制 造 已 成 为 我
国 船 舶 行 业 的 未 来 发 展 方
向。

当前，我国在绿色造船
方 面 取 得 了 什 么 样 的 进
展 ？ 面 临 着 哪 些 棘 手 的 问
题 ？ 未 来 船 舶 行 业 的 绿
色发展路径如何？近日，记
者 采 访 了 武 汉 理 工 大 学 船
舶 与 海 洋 工 程 学 科 首 席 教
授吴卫国，他结合绿色造船
实际，为船舶行业发展提出
建议。

在工业化和现代
化飞速发展的今天，
我国造船行业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但与此同时，资源短
缺、环境污染等日益
严峻的一系列发展问
题使得船舶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
战。长期以来，我国
造船业的发展模式以
高 投 入、高 消 耗、高
排放著称，这种粗放
型的发展方式在推动
我国造船业实现快速
增长的同时，也对资
源环境产生了不利影
响。因此，绿色造船
应运而生，并成为造
船企业的必行之路。

近年来，面对产
能 过 剩 和 市 场 低 迷
的不利发展环境，我
国 造 船 业 积 极 创 新
技术，推广精益造船

模式，主动探索研制绿色化的中高
端船舶产品，取得了制造流程和产
品的“双绿色”成果。从船舶产品
看，我国不仅在 LNG 船、电推船等
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的研制上颇有
建树，而且在传统动力船舶领域，
通过设计改良、技术创新，促使船
舶各项环保指标实现飙升。

“事实上，造船业的绿色化发
展体现在船企推进生产流程零污
染、提升资源利用率的过程之中。”
吴卫国表示，在市场和环保政策引
导下，国内许多船厂纷纷转变传统
生产方式，配置低耗高效的自动化
装备，采用绿色工艺、绿色原料，应
用绿色环保的精益造船模式，把绿
色理念贯穿于生产、经营、管理的
每一环节。比如，2019 年由江苏仪
征造船厂建造的三峡库区唯一的
大型“绿色”修船装备——4000 吨

“紫金山”浮船坞投入运营，首次实
现运用超高压水除锈技术，避免了
传统浮船坞在进行喷砂除锈作业
时 产 生 的 大 量 粉 尘 造 成 水 体 污
染。“应该说，我国造船业的污染问
题在经历生产全流程的绿色化革
新后有了明显改善，绿色造船已成
主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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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绿色造船已经成为
我国船企的必然选择，但目前，由
于国内大部分船企仍处于转型发
展的过程中，其生产设备依然比较
落后，在造船技术、材料利用及管
理模式上仍存在较严重的污染和
效率问题。“与国际先进船厂相比，
国内船舶工业的创新能力低，一些
创新型船型的设计依赖国外，资源
浪费和低效率问题比较突出。”吴
卫国介绍，当前我国造船业发展模
式仍较粗放，很多造船企业习惯于
以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发展造船
经济，控制资源消耗的能力较差，

导致资源利用效率偏低。“以船用
钢板为例，船企使用的普通钢板成
本占采购成本的 25%左右，但总利
用率只有约 85%，有的甚至更低，
并且钢材需要大量切割，焊接长度
长，这种固定生产模式导致船企的
生产效率低下。”

我国造船业面临的环境污染主
要包括噪声污染、废水和废料污染
等。许多船企因生产方式的落后，
在船体电焊、锻造和喷漆过程中会
产生大量固体废弃物，包括废钢
材、各类粉尘等。同时，生产过程
中的废水也是一大主要污染源，如

油废水、含铬废水等，由于这些废
水中含有一些很难分离的化学成
分，使得对其处理十分困难，因此，
许多船企选择随意排放。此外，噪
声污染也是船企难以避免的污染
形式。如钢板、型钢加工过程中的
猛烈撞击，以及风铲、风砂轮等风
动工具产生的噪声。

有关专家表示，与欧美发达国
家及日韩的船舶企业相比，我国船
企 在 环 境 保 护 方 面 还 有 一 定 差
距。很多船企由于环保投入不足，
导致设备更新缓慢，影响行业整体
环保水平。

粗放型发展亟待转变

“观念+技术”双轮驱动

本报讯（通讯员 柯珂）近日，由
中国船级社（CCS）负责改建检验的

“向阳红 21”号科考船圆满完成试
航任务。“向阳红 21”号科考船维修
改造项目由中船重工有限公司 702
研究所设计，黄海造船有限公司承
建，于 2019 年 1 月 5 日正式开工。
改造后的“向阳红 21”号科考船全
长 70.8米，型宽 11.6米，设计航速 15
节，续航里程 8000海里。

在为期 7 天的试航任务中，CCS
同船厂、船东以及设备厂商通力协
作，先后进行了电力推进负荷、航
速测定、回转特性、减摇鳍试验、艏
侧推试验、动力定位等试验，并对
噪音、振动方面进行测量，圆满完

成了航行试验项目。
改造后的“向阳红 21”号科考

船采用了先进的 ABB 电力推进系
统，配备 DP1动力定位系统，总体性
能、船体结构满足 CCS现行规范、公
约和标准的要求，提高了船舶技术
性能和安全可靠性，提升了船舶自
动化水平及海洋监测调查能力，增
强了船舶综合调查实力，改善了船
员及调查人员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延长了船舶使用寿命，能够满足各
项海洋业务需求。

“向阳红 21”号科考船计划在
2020 年 2 月中旬交付中国海洋局东
海分局，投入中国近海及远海的海
洋科考任务，助推海洋强国的建设。

CCS完成“向阳红21”号改建航行试验

本报讯（通 讯 员 王 伟 州）1 月
6-7 日，扬州中远海运重工连续交
付四艘新造船项目，实现了 2020 年
生产经营工作的开门红。

1 月 6 日上午，扬州中远海运重
工为英国船东公司建造的 15.8 万吨
苏伊士原油轮（CIS158K-03）“SAT⁃
URN MOON”在 上 海 顺 利 签 字 交
付。“SATURN MOON”轮是扬州中
远海运重工为该公司建造的 3 艘
15.8 万吨系列苏伊士原油轮的最后
一艘。该船总长 269米、型宽 48米、
型深 23.4米。

1 月 7 日上午，扬州中远海运重

工为阿联酋船东公司建造的 3 艘
6.4 万吨散货船在上海顺利交付。
至此，扬州中远海运重工已为该船
东成功建造了 10 艘 6.4 万吨散货
船，该型船总长 199.9 米、型宽 32.26
米、型深 18.5米。

扬州中远海运重工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四艘新造船的连续交
付吹响了公司新一年的生产保节
点、保交付工作的号角。 1 月 6 日
下午，该公司还顺利完成为中国矿
运建造的 40 万吨矿砂船（H1451）
的海试，该船计划于 2020 年春节前
交付。

扬州中远海运重工连续交付四艘新船

（上接第 1 版）要做到思想上对接，必
须提高政治站位，从“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
来认识和理解《纲要》，深刻把握《纲
要》的实施对提高交通运输系统在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拓展交通运输发展
空间和丰富交通运输发展内涵方面
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进一步增强参与
《纲要》实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做
到行动上对表，必须坚持以总体目标
为导向，以驰而不息、久久为功的态度
谋划发展，自觉将推进《纲要》落地作
为“职责使命”，结合海南海事实际细
化九大重点任务落实的时间表、任务
书，明确责任主体，实行“挂图作战”，
确保《纲要》稳步推进，取得实效；要做
到作风上对标，必须对标海事“五个一
流”的要求，打造一支有铁一般忠诚、
铁一般担当、铁一般纪律的海事铁军，
真正做到思想一致、目标一致、行动一
致，形成推动《纲要》落地见效的内在

动力。

突出主责主业，坚持不
懈抓好水上安全监管夯实
交通强国建设安全环境

海事是航运安全发展链条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是建设交通强
国航运篇的基础环节。围绕《纲要》
提出的“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
求，海南海事局要从提高队伍素质、
提升监管能力、完善监管体制和改
善监管环境着手，统一培养标准，健
全培养体系，持续深化专业人才和
综合执法人才“两支队伍”建设，提
升海事履职能力；要大力推进基础
设施装备体系和海事智慧平台建
设，推动海事监管能力和监管手段
由注重规模向注重质量，由传统人
力密集型向智慧高效型转变，提升

安全监管效能；要坚持共治共建共
享理念，强化航运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完善辖区应急搜救机制，探
索建立符合海南自贸区（港）发展要
求的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监管体
系，确保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
定；要大力宣贯安全发展理念，推进
水上交通安全文化建设，营造全社
会关注、支持、参与水上交通安全文
化建设的氛围，为交通强国建设夯
实安全发展基础。

突出战略融合，持续深
化服务国家战略举措展现
海事担当作为

《纲要》的颁布实施，开启了交
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新征程，对于海
南海事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由
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海

南海事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面
对“一带一路”“交通强国”“海洋强
国 ”“ 国 际 旅 游 岛 ”“ 海 南 自 贸 区
（港）”“南海开发”等多个国家重大
发展机遇交汇、叠加的状态，保持好
战略定力，找准战略定位，充分运用
各大战略赋予海南发展政策优势，
改革制约海南海事发展体制机制弊
端，成为推动海南海事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所在。海南海事要以交通强
国战略为统领，立足南海开发和海
南自贸区港建设两大战略支点，厘
清和用足各大战略政策优势，瞄准
优化涉海经济营商环境和提升南海
海事监管能力两大突破口，以加快
5000 吨级大型海巡船建设为契机，
加大南海海事监管课题研究，推动
南海海事岸基监管体系建设，构建

“陆海空天”一体化防控体系，提升
海事监管能力，着力解决困扰南海
海监管“想不到、看不清，管不了”的
问题；以推动海事服务便捷高效为
目标，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新业态海
事监管服务的研究；积极推进与自

贸区（港）建设相适宜的体制机制创
新，激发海事活力；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实施海事现场执法“清单
式”管理，推进海事电子政务平台与
电子口岸公共平台的数据对接，建
立符合自贸区（港）个性化业态的应
用模块，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进一步
优化涉海经济营商环境，展现海事
担当作为。

突出能力提升，持续增
强海事服务发展的能力和
水平

《纲要》强调要坚持法治引领，
完善综合交通法规体系，推动重点
领域法律法规制定修订；要深化交
通公共服务和电子政务发展；要开
放合作、面向全球、互利共赢。这从
提升法制、服务、外向型发展水平三
个维度对交通强国建设提出了具体
要求，也为我们进一步提高和改进
海南海事工作指明了方向。首先，

要积极融入海南自贸港法立法过
程，把海事监管服务要求通过法律
形式体现出来，掌握水上交通安全
监管话语权，努力构建与海南自贸
区（港）建设相契合的地方性海事法
规体系，推动建设法制型海事，提升
海事执法权威。其次，要深化互联
互通理念，强化南海海域国际海事
合作，推进琼港澳海事搜救合作，加
强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交
流，加大与华南片区海事监管合作
力度，主动融入地方和区域发展大
局，推动外向型海事建设。第三，要
打造智能、高效、精准的海事公共信
息服务平台，优化公共服务体验。
深化海事政务办理便民化，推动建
设服务型海事，提升行政相对人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

潮起海之南，扬帆恰其时。交通
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海南海事人要
以舍我其谁的豪气，中流击水的勇
气，积极投身到交通强国建设的大潮
中，为谱写交通强国建设海南海事新
篇章不懈奋斗，再立新功！

瞄准交通强国建设新坐标 开启海南海事发展新征程

1 月 8 日，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船舶价格指数为
884.37点，环比微涨 0.83%。其中，国际油轮船价综合指数、
沿海散货船价综合指数和内河散货船价综合指数分别上涨
0.39%、0.54%、1.72%；国际散货船价综合指数微跌 0.75%。

国际干散货运输需求惨淡，市场船多货少，BDI 指数 21
连跌收于 791 点，尚未触底，二手散货船价格以跌为主。本
期，5 年船龄的国际散货典型船舶估价：35000DWT-1018 万
美元、环比上涨 0.42%；57000DWT-1585 万美元、环比上涨
0.13%；75000DWT-1614万美元、环比下跌 2.93%；170000DWT-
2584 万美元、环比下跌 0.50%。当前，铁矿石、煤炭和粮食
等大宗散货货盘严重不足，市场剩余运力太多，即期运价
尚未探底，但干散货船 1年期租金费率稳中有涨，预计二手
散货船价格短期稳中看跌。本期，二手散货船市场成交量
有所恢复，共成交 11 艘，总运力 68.03 万 DWT，成交金额
8180万美元，平均船龄 11.73年。

美国原油产量可能在 2020年触顶，围绕中东、委内瑞拉
等的地缘政治紧张依然存在，经贸紧张局势缓解后全球经济
增长和石油需求会得到刺激，原油价格震荡上涨收于 68.27
美元/桶，环比上涨 2.40%。本期，国际油轮运价横盘波动，二
手国际油轮船价涨跌互现。5 年船龄的国际油轮典型船舶
估价：47000DWT-2366 万美元、环比下跌 0.22%；74000DWT-
2492万美元、环比上涨 0.17%；105000DWT-3309万美元、环比
上 涨 0.34% ；158000DWT- 4518 万 美 元、环 比 下 跌 0.10% ；
300000DWT-6332万美元、环比上涨 1.77%。当前中东紧张局
势升级引发市场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局势的变化，油轮运价
小幅震荡，预计二手油轮价格短期以稳为主。本期，二手国
际油轮成交大幅增加，共计成交 10 艘，总运力 176.65 万
DWT，成交金额 23120万美元，平均船龄 13.6年。

沿海散货运价从阶段性高位震荡回调，二手沿海散货
船价格平稳波动。本周，5 年船龄的国内沿海散货典型船
舶估价：1000DWT-163万人民币、环比上涨 0.57%；5000DWT-
737万人民币、环比上涨 0.48%。春节临近，火电厂以消耗库
存为主，煤炭运输需求减弱，船东开始降价揽货锁定春节
前后的运输业务，运价弱势下行，预计沿海散货船价格平
稳波动。本周，沿海散货船成交稀少，成交船舶吨位以
1000载重吨为主。

内河散货运输需求一般，二手散货船价格大幅波动。
本期，5 年船龄的国内内河散货典型船舶估价：500DWT-53
万人民币、环比下跌 1.77%；1000DWT-110 万人民币、环比
上 涨 3.21% ；2000DWT-208 万 人 民 币 、环 比 下 跌 1.25% ；
3000DWT-329 万人民币、环比上涨 6.69%。内河建材运输
需求波澜不惊，预计内河散货船价震荡盘整。本周，内河
散货船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共计成交 46 艘（环 比 减 少
51），总运力 6.72 万 DWT，成交金额 7106 万元人民币，平均
船龄 9.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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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交易市场周评（1月 2日至 1月 8日）

马尾造船公司码头。 本文图片由本报资料室提供

东南造船公司交付的出口船。

绿色造船奏响转型发展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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